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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畜禽业养殖标准化建设和发展加强可持续畜牧生产的一个重要规模农场,它们是现代养殖方向,有助于分散

经营的传统农业,规模化农民专业合作社,股份制企业化、标准化和集团化的转折点是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朝向

和建立标准规模的养殖场,结合发展标准化规模的养殖业,发展高质量、高效和安全的养殖业,生态农业,以及有效地提

高牲畜的生产能力,以有效地避开市场、疫病和自然危害,将有效地促进可持续的畜牧业健康发展。

[关键词] 畜禽标准化规模；养殖建设；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建议

近年来，我国大力发展规范的规模化畜禽养殖,但在

日常畜禽养殖中仍存在隐患,疫病频发,经济效益下降。

分析农业标准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和建议,积

极探索适合当地畜牧业的发展模式的现实, 试图解决存

在的问题难以及限制畜牧业的经济发展, 有效促进畜牧

业发展模式转变, 为畜牧和家禽养殖标准化发展提供参

考。

1 当前的发展现状

标准化养殖场发展现状

近年来,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业务部门出台了一系列

优惠政策,大力支持规模化、标准化规模养殖场的发展。

通过宣传引导,在政策、惠农资金、技术等支持下,利用社

会闲散资金和资本,通过借贷等方式参与养殖业建设,促

进畜禽养殖规模化、规范化发展。

2 存在的问题

2.1 选址不合理

畜禽养殖场的选址缺乏科学规划,靠近街道、水、村

庄,缺乏相应的建筑,一些办公室、住房、生产和废水处理

区域的距离和碎片化尚不清楚。所有的草料屋、保育屋、

肥育屋、生产屋和混合用途的圈舍的划分尚不清楚。住

宅和住宅之间的距离很小, 中间没有植物;- 一般使用雨

滴、无遮盖等;由于城市化、道路规划等原因,有些农场在

建成后不能或不应该建造。另一些则缺乏必要的疫病预

防设施、较不规范的治疗方法等。

2.1.1 地势

应该选择在地势较高、向阳干燥、避风平坦的地方。

这样可以防积水、便排水、保干燥。同时,还要充分领用千

百年的天然屏障,比如树林、沟谷等等,减少对周边环境

的影响。

2.1.2 水源

水源必须能够满足养殖场生产、生活的所需。同时,

要做好对水源、水质的调查,确定水源优良优质可用。

2.1.3 交通

在考虑交通便利的同时,要考虑防疫,是否利于病原

体隔离及传人。场址一般选择与交通干线保持一定距离

区域。场址要离交通主干道及居民点之间不少于 500m

的距离,而规模较大的养殖场,要保证在 1000m 以上,选

择在居民区的下风处。

2.2 排污设备建设

大部分养殖场能够把排泄物处理掉, 但不把雨水从

污水中排出, 产生大量水分, 从而给环境带来很大的压

力。当地的野生动物产生的排泄物则是透过大气层、水

和土壤进入生态系统的。国家对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投

入甚少。周围生态环境受到破坏,可能会导致疾病,影响

人类和动物的健康,甚至导致死亡率增加,生产效率下降,

从而影响养殖效益。养殖场对周边环境的污染主要来自

畜禽粪便以及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和废水。这些粪便

是很好的农家肥,但消纳的量超过了该地区的自然吸收,

成为污染物。

2.3 资金投入不符

目前, 许多农场标准化建设投资主要是农民自筹资

金,一些标准大规模高养殖场预算和建设发展不一致,金

融部门缺乏资金,缺乏社会资本的输入,所有完成的国家

支持基金农场的扩张。在建设,大部分的固定资产投资太

多,导致很多热情的农民建立一个有钱买股票,没有钱建

造领域,限制了发展规模养殖。财政投资不高,已成为制

约标准化规模化养殖乃至现代畜牧业发展的重要瓶颈。

2.4 缺乏配套措施

养殖户数量多,养殖面积集中,养殖强度大,环境污染

严重,发生疫病,难以得到有效控制;由于缺乏统一的规划

和相应的配套管理措施,培育家庭有自己的政策,培育品

种缺乏一致性,导致养殖品种的多样化,容易引起动物疫

病的相互传染,有很大的安全风险。

2.5 生产经营管理不到位

在防治和控制重大动物感染、管理牲畜粪便以及处

理此类危险方面的艰难的体制结构和做法导致管理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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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部分惯用的工厂化养殖,而且缺乏合作管理体系投

资者是企业家和管理人员,他们工作缺乏知识,分工,责任

和执法。缺乏足够的能力来应对疫病和市场风险,减少人

类和其他人迅速感染导致动物扩散的风险。

2.6 技术力不足

在调查中发现,虽然有些农场有围墙。有免疫规划,

但对免疫认识不足,未按规划免疫,造成疫病暴发,生产经

营管理文化理论水平不高,不懂专业技术或懂得太少,在

饲养管理环节中引起病害的原因, 是由于缺乏对感染源

的控制,最基本的是大型养殖场技术人员专业知识欠缺。

没有专业的理论知识,丰富的畜禽良种,对重大动物疫情

防控、疫病监测、疫情报告等了解不够,等等。没有专业的

技术人员, 育种过程缺乏专业的技术支持, 发展势头缓

慢。

3 对策和建议

3.1 合理规划、科学建设

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一个新的科学规划, 在养殖地区

划定禁养区和适养区。吸引投资,并积极引导农民在发展

畜牧业的小规模农场的基础上和各地区建立标准化养

殖。

3.2 加强对标准化规模养殖场的管理

我国幅员辽阔,在选址时不可能有固定的模式,必须

考虑地形、水、交通等因素,仔细研究,设计出适合该地区

的畜禽养殖场图纸,以减少不必要的投资,达到优质生产

的目的。掌握好现场施工规模和完成业主的专业技术培

训,进入养殖场的所有人必须培训,有必要确保业主有知

识,有规划、在建设、环境保护、品种的引进和牧业、饲养

管理、预防和控制疫病,档案的建立和完善,从而减少了

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和浪费。

3.2 强化监督指导

凡新建、改建、扩建大型养殖场,从规划设计管理体

制、专业人员、无害化处理设施设备、疫病防治软硬件建

设措施等方面,都必须完整并服从县畜牧局的监督管理。

县局应采用规则或不规则的手段进行全面的监督检查,

重点检查养殖场的牲畜和家禽育种 (地区), 粪便污染治

理、免疫、消毒、病死畜禽无害化,敦促他们严格遵守动物

疫病预防和控制计划和措施。

3.2.1 审查验收

牲畜和家禽养殖场的标准化建设, 必须有主管部门

检查和验收制度,建设养殖场之前,专业技术部门的预先

设计方案审查,重点审查因素如位置、交通、水源、设计合

理性,并提出相应的整改意见,对于不遵守整改计划,应当

禁止。建成后,要重点调查其污水处理设备的建设情况,

确保建成后的养殖场无污染。

3.3 大力推广养殖新技术

充分发挥县畜牧部门的技术优势, 积极探索适合各

县标准化养殖场建设的新方法和养殖技术, 通过多层次

培训和现场指导, 在养殖场建设中推广。大力发展节水

型、去粪还田技术、沼气、污染治理和零排放农业,推动标

准化农业向技术密集型、资源节约型、生态友好型发展。

同时,及时总结现有养殖场建设的新经验和新技术,真实

可行的,具有推广价值的技术经验,及时召开现场促进会

议,并继续形成和完善适合该地区的新农业建设模式。

3.5 加强动物疫病防控体系建设

目前,动物疫病种类繁多、发展迅速、难以控制和扑

灭,已成为制约养殖场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

3.5.1 各级畜牧部门重大动物疫病的预防和控制的

主要内容之一,牲畜和家禽养殖场的标准化建设,促进畜

禽标准化的免疫接种卡,免疫文件、管理制度等方面,发

现各种软件的缺陷方面的牲畜和家禽养殖场的建设,并

提供及时的指导。

3.5.2 充分发挥县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监测

职能,以大型养殖场为重点,通过监测和及时反馈监测结

果,引导养殖场做好动物疫病防控工作。

3.5.3 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承担监督责任,加强沟通和

接触养殖场, 及时掌握主要疫病的免疫状态和疫情的动

态,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消除有隐患的流行病。

3.5.4 针对广大养殖户提出的各种问题,定期召开技

术培训会议,答疑解难,帮助养殖者掌握科学育种技术,提

高育种水平。

3.6 重视畜牧兽医专业技术人员在养殖生产中的作

用

完善动物疫病防控、动物卫生监督等部门对畜禽品

种改良的互动作用,在整体规划中、过程中选址、建设、养

殖必须有相关专业监督,指导,充分发挥专业技术人员的

角色在基层,基层技术人员是第一监督责任人,不留下任

何死角, 养殖者将不会因为缺乏技术方面的调控造成不

必要的损失。鼓励专业技术人员实行技术共享模式,直接

指导规模场的生产经营, 充分提高专业技术人员的积极

性。

3.6.1 强化管理人员培训

养殖场管理人员的素质是决定其建设和发展成败

的重要因素。作为广大基层的养殖者主要是农村地区,他

们的管理人员主要来自周围的村庄, 如何使人员参与管

理知道育种技术及相关知识, 应该认真考虑在建设的过

程中必须解决的。除了引进高级管理人员外,基层管理人

员的培训也是提高管理水平的重要环节。主要培养动物

疫病预防意识、预防技术;消毒意识和方法;无伤大雅的

处理方法和知识, 如行走方向之间的清洁污垢通道和防

止交叉感染。

3.7 以点带面抓示范

最重要的是,畜禽行业的趋势是工业化、标准化、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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